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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的命运究竟由什么来决定？
我们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
对一个敢于面对生活的强者来说，命运永远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一个不敢面对生活的弱者来说，命
运永远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幸、苦难和困惑，但只要我们在绝境中不屈服，敢于驾驭自己的命
运，挖掘自身的潜能，并不忘记享受生活的美好，学会坦然，学会乐观，自己设计自己的人生路，不
做生活的奴隶，做一个快乐而成功的自己，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如繁星一样灿烂多彩。
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只要有一种良好的心态，那么你就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
运，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本书告诉你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远离消极的心态，从而以积极的心态应对人生的一切险阻，
改变人生的现状，创造崭新的生活，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
本书高屋建瓴，通过鲜活的事例，具体地分析了心态的特征以及影响，是一本参透人生哲理，把握心
态脉络的智慧之书，希望能助你揭开心态的神秘面纱，洞悉人性的弱点，从而调整自我，改善自我，
走出心态的误区，踏上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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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要么你去驾驭生命，要么是生命驾驭你，你的心态决定你的人生。
    本书高屋建瓴，通过若干鲜活的事例，具体地分析了心态的特征以及影响，是一本参透人生哲理、
把握心态脉络的智慧之书，希望能帮助你揭开心态的神秘面纱，洞悉人性的弱点，调整自我，改善自
我，走出心态的误区，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从而踏上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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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不吃亏、少吃亏，或者为了多占他人的便宜，而演出
了一幕又一幕你争我夺的人间惨剧。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真是人木三分，活画了欲望的可怕后果。
其实，所谓的吃亏和占便宜，只不过是人心里的感觉，而且它们的关系正如祸福相倚一样，是互相依
存、相互转化的。
人们常说，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争不来。
当你在某一方面占了便宜之后，就要在其他方面做出补偿。
（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类是欲望最强的动物，无论高贵贫贱，都或多或少有与其相符的欲望。
不管多么贫贱的人，都有他所想得到的东西。
无论拥有多大的权力，也不会满足现状断绝欲望。
人们的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
某个欲望一旦获得满足，必定会出现更高的欲望。
一味地追求贪欲而迷忘本性，往往会使人沉湎物欲、权势之欲，一去而不知返。
人类的欲望有许多种，但是降低欲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节制欲望。
《庄子》中有这样一则故事，生动形象地讲述了追迷欲望所遭遇的后果。
曾经有一次，庄子在茂密的树林之中打猎，忽然看见一只形状奇异的鹊鸟从南方飞来，碰过庄子的额
头飞过去，停在树林里。
庄子十分纳闷，不解其意：“这是什么鸟？
有这么大的翅膀，可是却不高飞；有这么大的眼睛，却连人都看不见。
”因此，他就悄悄地跟随着那只鹊鸟进入了树林。
仔细一看，才发现鹊鸟在树阴里对准了一只螳螂，而这只螳螂正举起臂膀准备捕捉一只在树枝头上呜
叫的蝉。
螳螂与鹊鸟都是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却没有察觉自身面临的危险。
庄子见了这种情形，不禁叹道：“唉！
凡是互相有利的事物，必然互相拖累；有心谋害他物，就招到别物来谋害自己。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寓言告诫人们：欲望不可过大，当你的欲望对准了某个事物的时候，
一定要审时度势，不仅要看前方的诱惑，也要回头看一看潜在的危险。
你若贪求官场上的名利，就必然要担心官场的倾轧；若是贪图钱财，也要担心别人觊觎你所拥有的财
产。
因此，只有节制自己的欲望，才能更快乐地生活。
春秋末期，晋国有一个当权的贵族叫智伯。
此人虽名为智伯，其实一点也不聪明，反之，却是个蛮不讲理、不节制贪欲的人。
自己本来有很大的一块封地，但他总是还嫌不够。
一次，智伯无缘无故地向魏宣子索取土地。
魏宣子是晋国的一个贵族，他非常讨厌智伯这种无理的行为，不愿给他土地，准备拒绝。
一个很有心计的臣下任章却对宣子说：“您不如把土地给智伯。
”宣子不解任章的意思，便问：“我凭什么要白白地送土地给他呢？
”任章解释说：“智伯如此利欲熏心，无理索取土地，一定会不知满足，您给他土地之后他一定会再
去别处伸手，假若您给了他土地，他便会顺势更加骄横起来，误以为别国都很怕他，也就会轻视他的
对手，而更加肆无忌惮地骚扰别国。
因此，他的邻国也就会因为害怕智伯、厌恶智伯而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他，那样他很快就会自取灭亡。
”见宣子点头称是，似有所悟，任章顿了一下，继续道：“《周书》上曾说‘将要打败他，一定要暂
且给他一点帮助；将要夺取他，一定要暂且给他一点甜头’，正是说的这个道理。
因此，您不如先暂时给他一点土地，让他更骄横起来。
再者，假若您现在不把土地给他，他就会把您当作他的靶子，先向您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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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您还不如让天下所有的人都与他为敌，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以保全您自己。
”魏宣子听了，高兴不已，立即改变了主意，答应割让一大块土地给智伯。
在尝到了不战而胜、不劳而获的甜头之后，智伯又伸手向赵国要土地。
赵国不答应，于是他派兵攻打赵国，嗣困了晋阳。
此时，韩魏联合，趁势从外面攻打进去，赵国在里面接应，这样里应外合，打败了智伯，这个结果正
是在任章的意料之中。
可见，一个人不节制贪欲，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
若是官场上贪欲过重，则很有可能被他人利用这一弱点而被击败。
所以，忍贪、节欲是一种高尚的表现，也是一种明智的表现。
历史上，有很多人就因看不透这一点，而断送了自己已有的一切。
秦二世统治之时，宦官赵高诬陷大臣李斯，将李斯抓进大牢严加拷打，李斯不能忍受，屈打成招。
李斯之所以不想自杀，是认为自己能为自己辩护，觉得自己辅佐秦始皇功劳很大，确实没有反心，希
望自己能上书秦二世而得到赦免，继续在朝上为官。
李斯在监狱中写了辩诉书，书送上去以后，赵高让人撕掉，不呈送给秦二世。
赵高还说：“囚徒怎么有资格上书皇帝呢？
”同时，赵高还把自己的门客分成十几批，扮成御史、谒者、侍中去监狱中反复审讯李斯。
如果李斯照实说了，就让人毒打他。
后来，秦二世派人到狱中见李斯，验证他的供词，李斯以为仍像以前一样，说实话则会挨打，所以不
敢改口供，表示服罪。
当判决书呈送给秦二世之时，秦二世相信李斯的谋反。
秦二世二年七月，李斯按五刑被治罪，决定在咸阳腰斩示众。
李斯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和他的第二个儿子李由都被绑着，李斯回头对其子李由说：“我想和你再牵
着黄犬去上蔡东门打兔子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李斯的悲剧正是在于他过于贪恋权势，不知道节制自己的权势之欲，不愿退出权力斗争，最终连“
牵着黄犬去上蔡东门打兔子”也不能了。
与李斯相比，汉代的大臣霍光的悲剧更惨烈。
西汉著名的大将军霍去病，武帝时做骠骑将军，因抗击匈奴立下战功。
他的弟弟霍光做了大司马、大将军，接受武帝遗书辅佐太子。
遗诏上说：“只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
”霍光辅助汉昭帝执政14年，昭帝死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入朝即位。
刘贺无节制地淫乱，霍光请奏废除他，再迎立武帝的曾孙病已即位，立为孝宣帝，并把女儿霍成君嫁
给了他做妃子，所有政事都归霍光管理。
霍光受封17000户人家，前前后后受赐赏的黄金7000斤，金钺60万，杂缯3万匹，甲等宅区1片。
待霍光死后，孝宣帝开始亲自执政。
而霍光的夫人与她的儿子霍云、霍山、霍禹等人地位高贵，但仍不满霍成君屈居皇后之下，施计害死
皇后让自己的女儿称为皇后，之后仍不满足，便计划废除孝宣帝。
事情很快被发现了，霍云、霍山自杀，霍禹被腰斩。
她的兄弟、女儿无一幸免于难，宗族遭株连坐牢、被杀的人有几千家，刚当上皇后的霍成君也自杀了
。
霍光辅助汉室，可谓尽忠尽职，是汉朝最有成就的大臣，但最后仍没能保住自己的宗族，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他及其家人掌管权力过久而不加节制其欲望的缘故。
相比之下，西汉初期的张良就明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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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态决定命运》：心态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它能使我们成功，也能使我们失败。
心态是一个人对待事物的一种驱动力，不同的心态将决定产生不同的驱动作用。
好的心态产生好的驱动力，注定会得到好的结果，而不好的心态也会产生不好的驱动力。
注定会得到不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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